
初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实用6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
素，包括资源的利用、时间的安排以及风险的评估等，以确
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
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初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一

1、引导学生了解感受父母之爱、教师之爱和博大的社会之爱，
体验爱的圣洁、无私和伟大。

2、帮助学生学会理解关心父母、老师，建立回报意识和奉献
意识，以实际的行动报答父母老师，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3、进步学生的品德修养，帮助他们逐渐构成良好个性和健全
人格。

二、主要内容

感恩教育是道德品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展开感恩教
育，侧重于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社会，感恩他人，感
恩自然。

三、活动预备

事前布置学生查找与“感恩”有关的资料；确定本次主题班
会的主人、重点发言的学生；预备好感恩卡、小品道具。

四、活动进程

（一）情境导入



（二）主题音乐——《奉献》（主持人登场）

（二）各抒己见，话感恩

1、争先恐后，我抢答。

2、妙语连珠，名人言

3、情深理透，讲感恩。

（三）各显神通，演感恩。

1、小品：《十三岁的礼物》

2、小型辩论赛。

3、独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诗朗诵：《感激》

（四）真情涌动，来感恩。

我们要学会感激——感激我的父母，由于他们给了我宝贵的
生命；

我们要学会感激——感激我的老师，由于他们给了我无穷的
知识；

我们要学会感激——感激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给了我克服困
难的.力；我们要学会感激——感激我四周的一切，由于他们
给了我健康的成长空间。

（五）情到深处，唱感恩

合唱：《感恩的心》



（六）老师总结。

在这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恩”主题班会的进程
中，我能感觉到你们对这次活动的积极参与，你们都在全力
以赴想靠自己的行动去感动他人你们的节目都给我留下了深
入的印象，辩论会非常出色，手语小合唱也非常感人。听你
们讲述自己感恩的故事，看你们用手语表达自己感恩的心情，
作为老师的我心里也涌起一份真实的感动。我忽然感觉，你
们这些曾在我看来长不大的孩子竟是如此独立，如此懂事，
如此的真、善、美！

五、活动方案反思

初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二

一、组织目的：

1．在形成新集体时，同学之间难以融合,唯我独尊的现象严
重，且同学之间还存在互不服气，相互排斥的不友好现象。
针对此现象，按照校政教处的要求，组织以“我和我的集
体”为中心的主题班会——《我们携手走向明天》，旨在增
强集体凝聚力，唤起学生对集体的热爱、对同学的友爱之情。

2．力争通过此次班会，调动尽可能多的同学参与到建设一个
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集体中来。并在班会中发现同学们的
特长，增进彼此的了解，促进友谊的发展。

二、准备步骤：

1．召开班委会，讲明以上目的。调动班委的积极性，出谋划
策，着手准备。

2．主要负责人



班长、宣委构思班会内容，注意从本班现实中搜集素材。

3．找班内有号召力的同学谈心，激发其参与活动的热情，并
引导其在某些方面作表态。

4．审查班长、宣委的组织稿件。

5．审查有关人员的发言稿, 引导其从积极、正面的角度调动
同学们爱集体、尊重他人的热情。

6．安排擅长绘画、书法的同学布置教室。

三、班会的具体步骤、安排：

2.提出第二个议题：“那么集体能不能改变个人，个人能不
能改变集体呢？”——设计让持不同观点的人形成正、反方
进行辩论。---- 做为此议题的总结发言。

3．设计几个小情景，引发全体同学参与讨论：

（1）同桌在考试时传给你纸条，并问你题。让学生各抒己见。

4．又一个议题：“怎样和同学搞好关系，和睦相处”？

5．“那么我们应怎样看待别人的优缺点呢？”张达送给大家
几句话，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忠言逆耳利于行’，一定要虚心对待别人
给自己指出的缺点。”----- 班长不断提出议题，讨论进入
高潮。

人人从自己做起，不应排斥别人，而应接纳别人，采纳别人
的长处??

四、班会效果：



由于讨论有的放矢地针对班级中的现象，使得学生在不知不
觉中接受了教育，无形中形成了集体的核心，效果不错。

五、总结：

班会主题：父母是你特别的朋友

一、小测试：你有“小孩子气”的行为吗？

1、从不把朋友带到家里来，令父母怀疑你有事瞒着他们。

2、带朋友上家里来，却不把父母放在眼里，吃喝一番，既不
收拾碗碟，也不说声“谢谢”，走了也不告诉上哪儿去，什
么时候回来。

3、总是指责父母，“你为什么不能像***的妈妈一样？”

4、向父母撒谎，明明去玩了，却说去做功课。

5、荒废学业，长时间煲电话粥，父母一批评，就生气顶嘴。

6、不及时向父母报告自己的行踪，晚回家了或者不回家吃饭
也不打招呼，让父母干着急。

7、几乎不做家务，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要父母代办。

8、有时候，你的父母气极了，会骂你“给我滚，滚得远远
的！”之类的话。

以上问题说明，你表现得越小孩子气，你的父母就越把
你“拴牢”，这种关系就越难平等。就像我给予你们充分的
信任和自由，但是如果你们的表现让我觉得达不到我的期望
和要求时，我也会成为专制的“暴君”、“严师”，就会影
响到我们之间原本平等融洽的关系。



二、朗读诗——小时候，你是父母的尾巴，你需要父母，需
要保护；如今你长大成了少年，你成了父母手里的风筝，你
渴望独立，渴望自由，却不能挣脱父母的“拉线”。可你是
否想过，如果你真的成了断线的风筝，你将飞向何方？其实，
你是父母特别的客人，两代人即使不能相互理解，也可以相
互接纳。你不必像风筝一样抗争，你可以和父母友善地“分
离”，而不被父母过分的保护“拴牢”。走向成熟就是独立
得更彻底，而又联系得更紧密。

三、了解父母

那到底怎样才是脱离小孩子气，走向成熟的表现呢？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关于了解父母的调查。

（答题）

1、你知道父母的生日吗？

a、只确切知道他们的年龄或者生肖

b、确切知道其中一人的生日

c、确切知道他们两人的生日

d、知道并且会送礼物或者祝福他们

e、很模糊，基本上不知道

2、你知道父母最大的业余爱好吗？知道的话请分别写下。

3、你了解父母的身体状况吗？他们谁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4、你知道爸爸最爱吃什么菜吗？知道的话请写下。



5、你知道妈妈最喜欢什么颜色吗？知道的话请写下。

6、你的爸爸/妈妈的具体工作是_____，他/她每天上班路上
要花____时间，上班____小时，你对他/她的工作压力的了解
是____。

7、你知道父母结婚的时间吗？知道多少都请写下。

a、确切知道是哪年哪月哪日

b、知道并且会送礼物或者祝福他们

c、大概知道是哪一年

d、很模糊，基本上不知道

初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三

1、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
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2、掌握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教学要求：

知识方面：了解有关知识;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

能力方面：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掌握自救方法，提高自护能力。

教学方法：导、读、议、评相结合。

课 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
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1、 当前，在中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的安全防卫
心理，他们中有人被敲诈，有人被欺负，甚至有人被杀害，
此类案件比比皆是，甚至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我们中学
生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非常重
要。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采取的应对措施：

第一、 要学法、守法、懂法、用法。

第二，要有及时报告的意识。特别是个子矮小，体力单薄的
学生遇欺时，要及时报告家长、老师，请求其出面解决。

第三、要有机警的报警意识，即遇危急时临危不惧，寻找脱
身之遇，求助于警方帮助。

第四、要谨慎交友。

二、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一)地震

地震，群灾之首。强烈的破坏性地震瞬间将房屋、桥梁、水
坝等建筑物摧毁，直接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还会诱发水
灾、火灾、海啸、有毒物质及放射性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

前兆：地震发生前，人们常可观察到一些自然界的反常现象，
这就是地震前兆。比如，地声、地光、井水异常(水突然变浑



或突升突降)，一些动物比人类敏感，如猫狗发疯般的乱咬狂
叫，老鼠成群结队的搬家，鸡到处飞，猪、羊等大牲畜乱跑
乱窜等等。

发生地震时：

(1)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大约只有12秒钟，如果你住
的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你住的是楼房，
跑已经来不及了，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闸，关掉煤
气，暂避到厨房，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柜子，
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2)如遇到地震，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
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具体参见学校教学楼、
宿舍楼紧急疏散预案)

(3)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
到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
河岸及高压线等。

震后：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
无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
件，耐心等待救援。

(二)火灾

水火无情，人所共知。必须坚持“三要”、“三救”、“三
不”的原则，才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1.“三要”

(1)“要”熟悉自己住所的环境

平时要多注意观察，做到对住所的楼梯、通道、大门、紧急



疏散出口等了如指掌。

(2)“要”遇事保持沉着冷静

面对熊熊大火，只有保持沉着和冷静，才能采取迅速果断的
措施，保护自身和别人的安全。有的人因为乱了方寸，出现
错误的行动，结果延误了逃生的宝贵时间。例如，只知道推
门，而不会用力去拉门;错把墙壁当作门，用力猛敲;甚至不
管三七二十一，盲目跳楼……在开门之前要先摸摸门，如果
门发热或烟雾已从门缝中渗透进来，就不能开门，准备走第
二条路线。即使门不热，也只能小心地打开一点点并迅速通
过，随后立即把门重新关上。因为门大开时会跑进氧气，这
样一来，即使是快要闷熄的火也会骤然燃烧起来。

(3)“要”警惕烟毒的侵害

在火灾中，最大的“杀手”并非大火本身，而是在焚烧时所
产生的大量有毒烟雾，其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另外还有氰
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等。消防专家的研究表明，空气中
的一氧化碳含量为1%时，人呼吸数次后就会昏迷过去，一二
分钟便可引起死亡。专家建议，用湿毛巾将鼻子和嘴捂住，
尽快地撤离火场。如果火势过大过猛烈，出口通道被浓烟堵
住，且没有其他路线可走，可用湿棉被做掩护，贴近地面
的“安全带”，匍匐通过浓烟密布的走廊和房间。绝对不能
以身体站直的姿势去跑。因为冷热空气是对流的，有毒烟气
飘浮在房屋空间的上部，而贴近地面的地方会跑进一些新鲜
空气供人呼吸。站着跑很有可能无法呼吸，窒息而死。衣裤
着火，应该脱掉，或在地上打滚，将火弄灭。若有人惊惶而
逃时衣裤带火，应将其按倒在地打滚，直至火熄。

2.“三救”

(1)选择逃生通道自“救”



发生火灾时，利用烟气不浓或大火尚未烧着的楼梯、疏散通
道、敞开式楼梯逃生，是最理想的选择。如果能顺利到达失
火楼层以下，就算基本脱险了。

(2)结绳下滑“自救”

在遇上过道或楼梯已经被大火或有毒烟雾封锁后，该怎么办
呢?应该及时利用绳子(或者把窗帘、床单撕扯成较粗的长条
结成的长带子)，将其一端牢牢地系在自来水管或暖气管等能
负载体重的物体上，另一端从窗口下垂至地面或较低楼层的
阳台处等。然后自己沿着绳子下滑，逃离火场。

(3)向外界求“救”

倘若自己被大火封锁在楼内，一切逃生之路都已切断，那就
得暂时退到房内，关闭通向火区的门窗。呆在房间里，并不
是消极地坐以待毙。可向门窗浇水，以减缓火势的蔓延;与此
同时，通过窗口向下面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抛掷物品
等，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消防队员的救援。总之，不要因冲
动而做出不利于逃生的事。

3.“三不”

(1)“不”乘普通电梯

(2) “不”轻易跳楼

跳楼求生的风险极大，弄不好往往不是死就是伤，不可轻取。
即使在万般无奈之际出此下策，也要讲究方法。首先，应该
向楼下抛掷棉被或床垫，以便身体着落时不直接与硬的水泥
或者石头路面相撞，减少受伤的可能性;然后双手抓住窗沿，
身体下垂，双脚落地跳下，缩小与地面的落差。

(3) “不”贪恋财物



火灾来势极快，10分钟后便可进入猛烈的阶段。因此，消防
专家警告，遇上火灾时，必须迅速疏散逃生，千万别为穿衣
或寻找贵重物品而浪费时间，因为任何珍宝都比不上生命更
为珍贵。更不要在已经逃离火场后，为了财物而重返火口，
到头来只能是人财两空，自取灭亡。

(三)雷电

夏天来临，经常会有雷雨大风，应该预防雷电袭击。

1. 在空旷田野上，不要使自己成为尖端，也就是说，要尽量
降低自身高度，不应该把铁锹、锄头、高尔夫球棍等带有金
属的物体扛在肩上高过头顶。

2. 在市郊地区，最好躲入一栋装有金属门窗或设有避雷针的
建筑物内，也可躲进有金属车身的汽车内。

3. 在稠密树林中，最好找一块林中空地，双脚并拢蹲下;在
大树下躲雷雨是极不安全的。此外，不要在高楼烟囱下、地
势高的山丘处停留，以防不测。

4. 在山间旅游，如路遇山洞也可进入避雷。

5. 打雷时，最好不要到湖泊、江河，海滩等处钓鱼和划船，
也不要去游泳。

6 .打雷时，在平坦的开阔地带，最好不要骑马、骑自行车、
驾驶摩托车或开拖拉机。

7 .打雷时，在室内相对比较安全，但要紧闭门窗，防止危险
的侧击雷和球形闪电侵入。

结束语：

总之，我们青少年要树立安全意识，掌握自护方法，提高自



护能力，才能在各种意外情况发生时从容应对。

初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四

为了帮助同学更好贯彻“文明、诚实、守信”的做人原则，
作一个有优良品质的文明高中生，结合校园内文明与不文明
的现象谈谈自己观点，同时发出倡议：希望大家做一名值得
自豪的文明高中生。

1、开学初，组织学生学习有关社会礼仪的知识。

2、平时注意到一些不良习惯，利用晨会、班会及时加以纠正
和教育。

1、教师导入。

2、活动程序。

（一）活动开始：

一、班长讲话并宣布活动开始：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班在这里开展主题班会，主题
是：争做文明学生。希望大家相互配合，积极发言。下面班
会正式开始。

从踏进这个校园开始，每天我们呼吸着她馥郁的芬芳，采撷
着知识的花粉。校园需要每个人共同努力来建造，在良好的
言行下为学校增添光彩。

1、我想问大家，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文明人吗？我们谈谈身边
存在有哪些不文明现象。



2、同学们各抒己见，自由发言。

甲：同学们乱扔乱丢乱吐现象十分严重，扔纸片、扔纸盒、
扔饮料瓶，更不文明的是走着，吃着，吐着，扔着。

乙：说的没错，我们身边破坏公共财物也十分严重，举两个
例子，班上的簸箕、扫把、提水桶领回来不几天就损坏了，
还有很多同学的课桌都画了“大花脸”。（一些同学默不作
声）

丙：还有一些欺负弱者或弱势群体的，同情弱者，是中国的
人之常情，但有的同学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特别是欺负那
些弱者，甚至乱起绰号，以别人的残疾来取笑。

主持人：刚才同学们说的是大家平时经常看到的不文明的现
象，我们不能这么做，要坚决与这些行为划清界限。

3、同学们讨论、发言。

同学：文明言行主要是三管好。管好自己的嘴，不要乱骂人，
不讲脏话，不放野话，不起绰号，不乱吐，管好自己的脚，
不要乱走，乱踢、乱踩、乱塌，管好自己的手，不要乱丢乱
扔，不要随便伸手拿别人的东西，不要打人，不要损坏公共
财物，不要乱采乱摘。

4、倡议书

（1）爱班爱校，说文明话，作文明人，塑造学生文明形象。

（2）以校为家，爱护公共设施，杜绝损坏公物，拒绝课桌文
化。

（3）遵守公共规则，维护正常的校园秩序。

（4）戒除抽烟、酗酒，严守校规校纪。



（5）服饰整洁大方，不配带耳环、项链等饰物。

（6）男女同学，自尊自爱，正常交往，举止文明，言行得体。

班主任总结

通过召开本次班会，大家的礼仪知识又比以前丰富了，其实
讲礼仪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希
望每个同学都能成为一名懂礼仪、讲礼仪、守礼仪的公民！

班会反思

1、整个活动过程都充满着紧张、欢乐的气氛，大家都在愉快
地氛围中又学到了很多礼仪知识。

2、纠正了同学平时不在意的一些不合礼仪的细节、习惯。

初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五

在当今的青少年学生中，不少人对应有的礼仪不重视，礼仪
观念淡薄，导致思想品德滑坡。一些人在学校里，不会尊重
他人，不会礼让，不讲礼貌；在社会上不懂怎样称呼他人，
甚至随心所欲，满口粗言烂语；在家里不懂孝敬长辈，唯我
独尊，为所欲为等形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
的深思。青少年学习"礼仪"，要以学会尊重他人为起点，礼
仪本身就是尊重人的外在表现形式，"礼仪"从话里来，话从
心中来，只有从内心尊重人，才会有得体的礼仪言行，尊重
他人是人与人接触的必要和首要态度。

1、通过看录像、听录音、阅读材料、讨论等系列活动，使学
生懂得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讲文明礼貌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做人的美德，更是一个现代文明
人必须具备的美德。



2、通过主题班会活动，使学生继承优良传统美德，增强爱国
情感，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初步树立社会责任感。

2、把礼仪常规贯穿到歌谣、小品、朗诵等各种表演形式之中，
让学生受到情趣的熏陶和思想品德的教育，懂得礼仪对于每
个学生成长的重要性。

1、开班会前，我们班开展一系列教育活动作为班会的前期铺
垫：搜集中华文明礼仪的故事等资料；调查争做文明学生的
做法。

2、关于学生礼仪的音像、文字材料。

3、环境布置（黑板、场地等）。

4、组织学生准备有关节目。

一、活动导入

主持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文明礼貌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作为高中生，我们更不能忘记传统，应该力争
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生，让文明之花常开心中，把
文明之美到处传播！现在我宣布：《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
班会现在开始。

二、活动开始

（一）、家庭文明礼仪。

主持人：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文化源远
流长。作为礼仪之邦，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故事至今仍深深的
教育着我们，下面请观看历史故事：《孔融让梨》、《黄香
诚心敬父母》（放录像）

学生自由发言。



（表演结束）主持人：通过这个小品，大家认为该如何与同
学们相处？

学生自由发言。

（二）、校园文明礼仪

主持人：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文化源远
流长“礼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自古以
来，讲究做人要懂得礼貌谦让，因此中国被称为“文章华国，
诗礼传家”，被称为“文明礼仪之邦”。下面我们来看古人
们在待人接物等方面有什么要求？（观看录像资料）

学生自由发言。

主持人：规范的校园礼仪是怎样的呢？下面请欣赏陈丽等表
演的几种最基本的礼仪形式。

陈丽等表演校园礼仪：正确的走姿、正确的站姿、正确的坐
姿、交往礼仪、课堂礼仪、课间礼仪、递物与接物。

主持人：这是我们常用的校园礼仪，对于我们学生，《中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表演结束：主持人：同学们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我们
应该怎么做？）

学生自由发言。

（三）、社会文明礼仪

（表演结束）主持人：我们要懂得尊老爱幼的道理，那么在
公共场合我们该怎样做呢？根据我们的资料和调查，总结了
简单易记的《文明礼貌三字经》，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学
生齐读）



（四）、文明用语不离口

主持人：我们知道了礼仪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很重要，大家
来看这位同学错在哪里了？（学生表演小品：我错在哪里
了？）

（表演结束）主持人：这个男孩的问题就是没有学会尊重他
人，最重要的是不会说文明用语。咱们看看古代是怎样讲究
文明用语的？请听中国文明礼仪常识《常用的客套话》（放
录音）

三、活动总结。

主持人：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礼仪方面的知识，作
为一名高中生，我们要做到遇到师长、来宾，主动敬礼问好；
上下楼梯，人多拥挤，注意谦让，靠右行走，保障畅通；讲
究卫生，不乱扔果皮，见到纸屑随时捡；爱护公共财物，不
乱写乱划，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相互监督，共同促进，
争做一个讲文明、懂礼仪的好学生。

四、班主任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文明礼貌是一粒最有生命力的种子，作为一
名高中生，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弘扬
我们的礼仪传统，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只要心里播下这粒
种子，它就会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生根、开花、结果，那么
我们的社会就会更美好！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让我们真正
理解文明礼仪的重要性，让我们把文明的种子撒遍生活的每
一个角落，让文明之花越开越盛，开遍家庭、校园、社会！

五、活动结束。

主持人：“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六、活动口号

文明伴我行，走遍天下我能行！

初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篇六

班会地点：高一6班教室参加人员：高一6班学生主持人：万
雪

班会目的：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发言来激发同学们懂得感父
母之恩，懂得体谅父母的.艰辛。理解父母、关心父母。

班会构思：首先播放歌曲《感恩的心》把同学们带入这种感
恩之氛围中来，接下来老师做会前动员发言。

激发同学们说出自己和父母之间的点滴，自己能否从曾经和
父母之间的故事来反省自己。学生代表发言。

班会过程：

一、播放歌曲《感恩的心》。

二、老师发言：

从婴儿的“哇哇”坠地到哺育他长大成人，父母们花去了多
少的心血与汗水，编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从上小学到初中，
乃至大学，又有多少老师为他呕心沥血，默默奉献着光和热，
燃烧着自己，点亮着他人。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
何况父母，亲友为你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滴水”，而是一片
汪洋大海。是否你在父母劳累后递上一杯暖茶，在他们生日
时递上一张卡片，在他们失落时奉上一番问候与安慰，他们
往往为我们倾注了心血、精力，而我们又何曾记得他们的生



日，体会他们的劳累，又是否察觉到那缕缕银丝，那一丝丝
皱纹。感恩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报答。

感恩是敬重的。居里夫人作为有名的科学家，曾两次获得诺
贝尔奖，但她在会上看见自己的小学老师，用一束鲜花表达
她的感激之情;伟人毛泽东也同样在佳节送上对老师的一份深
深感激。自古以来的伟人无不有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激不需
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你的一句问候，一声呼唤，一丝感慨。

感恩是有意义的。爱让这个世界不停旋转。父母的付出远远
比山高、比海深，而作为我们，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而似乎又有一条隔离带，让我们变得自私自利，忘记了曾经
父母的付出，忘记了那一声声快乐，学会去感激别人是自己
的一份良心，一份孝心，因为如此才会有和睦，有快乐，有
彼此间的敬重。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社会，看待父母，看待亲朋，你
将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快乐，放开你的胸怀，让霏霏细雨洗刷
你心灵的污染。学会感恩，因为这会使世界更美好，使生活
更加充实。

三、学生讨论

四、学生代表发言

五、布置作业

利用今晚时间和父母长谈一次，并做谈话记录。

六、班会感想。


